
0

，／
0．t48'／9

济南市市中区区志编纂委员会编

下中区志
齐鲁书社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选志■．＼

却0一刮．瓮龄

济南市市中区区志编纂委员会编

齐鲁书社



市中区志编纂委员会及编纂人员名单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主 编

副主编

办公室主任

副主 任

编 辑

编撰人员

封面题字

扉页题字

地图绘制

摄 影

邹世平

于界平

汪人鹏

王学恩

王 军

杨 杰

杨立福

刘书笙

赵金龙

刘民训

李景华

高平梅

武兴森

于继红

王 强

刘 欣

刘 雯

董承铭

张忠山

渠晋湘

张 立

王小良

刘书笙

侯登凡

张新民

荣 光

宋 群

马 杰

刘民训

马吉营

李茂树

吕晓玲

马景芝

于建军

张国英

侯贺良

郝

马

尉

镇

袁敬海

路俊秀

郑天泉

林 永

刘民训

白文成

牛继伦

张长泉

王学明

胡 明

杨 青

王 建

周庆忠

贺文萍

杨培泽

张苏华

单存珂

王子秀

李顺志

赵宝元 周根生

任雪岷 李宏杰

王密琴 杨松泉

朱正达

汤序民 邓景华

张新民 姚焕琪



中共市中区委书记董承铭题词

SHIZHONGQUZHl

Ii‘fl瞳严}}}I；『

量承锸_‘●

乙



序
．．．】o

口

《市中区志》编纂工作历经十五年，终于成书出版了。这是辖区文化建设的一

件大事。《市中区志》的出版，凝聚了辖区各界人士的集体智慧，体现了全体编纂

人员长期艰辛劳动的丰硕成果。

市中区，是济南市近百年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区。从一片贫穷落后的乡村僻

野，演变为初步繁华的工商业都市，星移斗转，历经沧桑。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 。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的现代化城市规模又取代了旧有城区格局，到90年代，

已成为省会济南的政治、商业、金融中心。这一不断创造，又不断更新的历史发展

过程，既有成绩和辉煌，更有曲折和艰辛。科学地、客观地记载辖区近一个世纪以

来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市中区志》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指导，以详尽的历史

资料再现了辖区劳动群众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所取得的历史进步，从
‘

一个侧面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讴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区人民进行

艰苦卓绝斗争所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因此，《市中区志》确实

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珍贵的地方历史资料书籍。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在辖区担负一定领导责

任的同志，不仅要具备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同时也要注意学习和掌握一定的社

会历史知识；不仅要熟悉国情、省情、市情，更要了解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身环境

——区情；不仅要了解市中的现状，而且要了解市中的过去；不仅要了解本单位、

本部门、本系统的发展史，还应了解与之相关的行业、部门的历史发展过程。只有

通过对辖区社会发展历史和现实材料的全面了解综合分析，才能明确本部门(单

位)在全局中的地位，才能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本行业(系统)未来的发

展思路，真正做到以史为鉴，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为科学决策提供可

靠的依据，在深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解决好市中在建设和发展中出

现的新课题。

当前，全社会正在大力开展以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为

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其中，如何教育和引导人们热爱家乡、热爱自己休养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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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言

之地，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在辖区全体青少年中广泛持久地进行

了解市中、热爱市中的教育，把《市中区志》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生动、实际的乡土

教材，宣传好，阅读好，用一方之全史激励今人，启发后代，为深入开展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推动辖区经济持续发展服务。

《市中区志》编辑出版期间，承蒙许多在市中区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亲切

关怀，驻区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领导和各界人士大力支持协助，省、市史志办公

室领导及有关专家、学者热情指导，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济南市市中区区长邹·圣平
1997年5月



凡 例

一、本志为辖区近代以来资料性著作，文字记述遵循“详今略古，立足当代"

的原则，重点记述解放以后的发展历史。上限为1904年，个别内容需要适当上溯，

下限为1990年，突出的重大事件记载延至1992年。图片资料以反映现实为主，下

限为1995年底。

二、本志采用小编结构，平行分目。设篇、章、节、目，采用记、述、志、传、图、

表、录等体裁。“概述’’冠于志首，总括全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志为主体。共

设26篇105章249节。 。f

三、本志采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前先写公元纪年，再以括号注明历史年号。

辛亥革命后，只记公元纪年。“解放前眦解放后一均以济南解放日(1948年9月24

日)为界。 ．

四、本志行文为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使用汉字简化字，以国家文字工作委

员会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及《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引用古籍或书写

人名时，照原本使用异体字。引文残缺不全的，则以“口"代其位置。引文以注释标

明。

五、本志数字的使用，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等7个单位

1986年12月3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六、本志中度量衡单位，按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发布的《关于在我国统

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史料中的旧计量单位，一仍其旧，不作换算。

七、本志所记机构名称，首次出现冠以全称，复出则以简称，如：‘‘市中区人民

政府"简称“区政府"，“市中区教育委员会”简称“区教委一。／

八、人物传只收入已故名人、学者、革命烈士及在辖区有影响的其他人士，按

出生年月顺序依次记述。其余名人只在相关篇章中以事系人加以记述或列表简

介。 ／

九、政治运动不设专章集中记述，重大事件在相关篇章或大事记中简述。、

十、本志历史资料出自省、市、区档案馆馆藏资料，现实资料由区统计局及区

属各部门、单位、街道办事处和驻区单位征集提供。为篇幅所限，不再一一注明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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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市中区位于山东省省会济南市中部，东邻历下区，西靠槐荫区，北倚天桥区，

南接历城区。地理座标为东经116。54729"～117。02 701"，北纬36。35 736”～36。407

04Ⅳ。东西最大横距17．5公里，南北最大纵距12．5公里，总面积58．26平方公

里，其状似扬帆之舟。地势南高北低，坡差悬殊。南部有英雄山、马鞍山、五里山、

六里山、七里山、郎茂山、橛子山、蝎子山、青龙山，北部有东高泉、望水泉、西密脂

泉等7大名泉(涌于宋，枯于今)。1990年，人口29．86万人(其中市区人口24．8

万人)，平均人口密度为5125人／平方公里，市区人口密度为12469人／平方公

里)：有汉、回、满、蒙、藏等23个民族。下辖经二路、馆驿街、大观园、魏家庄、共

青团路、经七路、岔路街、杆石桥、西青龙街、四里村、二七新村、六里山、七里山、

玉函路、舜玉路15个街道办事处和七贤镇，有街巷217条，小街巷胡同746条。

辖区是省会济南政治、商业、金融中心。北部为商埠故地，毗邻济南火车站，

交通极为便利。驻有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济南市委员会、济南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济南市人民政府、政协济南市委员会、济南军区、济

南军区空军等党、政、军重要机关63个；社会团体、科研机构70家；省、市、区三

级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

融机构20余家；大型商场、商业街、老字号名店大铺，省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遍

布。南部群山秀丽，环境幽美，风光旖旎，为游览休闲胜地。

1990年，全区完成年社会总产值4．1亿元(当年价格)，工农业总产值3．02

亿元。

辖区原为古历城乡村田野。自20世纪初，随着济南工商业发展而逐渐形成

新兴城区。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山东巡抚周馥会同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清

廷，在济南辟建商埠，辖区北部划为商埠中心区。经七路以北至经一路按经纬路

船舶髋献耄捌衔黼靳楫鼽剐?粤蛐觯鳓作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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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辖区最早的城建管理法规。1908年，辟建普利门，拓宽柴家巷，打通城里和商

埠地区通道。1916年，修经四路，辟麟祥门。1927年，将估衣市街拓建为沥青路

面。

1937年日军侵占济南后，在经七路至经十路地段兴建南郊新市区，城区向

南扩展。到1948年解放前夕，辖区共有沥青路面15条，长13．8公里，面积12．3

万平方米；碎石路41条，长46公里，面积44．3万平方米；石板路34条，长10．3

公里，面积5．8万平方米；下水道石板和砖拱暗沟53条，长36．4公里；混凝土和

缸管沟22条，长19．8公里。北部和中部城市建设初具规模。

济南解放以后，党和政府重视城市发展建设。城区多次展界，50"--'70年代，

突出抓了旧城改造工作。首先拆除了外圩城墙，打通市区交通卡口，辟建了文化

西路和共青团路两条东西向交通主干线。1958年，以城关地区的防洪工程为重

点，挖深加宽了西圩壕、南圩壕和护城河等排洪沟渠河道，重砌护岸，拓建桥梁。

1965年，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方针，进行小街巷改造试点，继而推广，铺设上

下水管道，引自来水进院，修筑沥青路面，绿化美化庭院，改善了市容面貌和市民

居住条件。

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辖区城市建设步伐加快。从1984

年开始，本着新建开发与旧城改造并举，拆迁安置与基建配套结合，统一规划，突

出重点，发挥优势，开外补内，量力而行，以销促建的原则，相继辟建了七里山、六

里山、林祥南街、郎茂山、乐山街、凤林街、东八里洼、杆石桥、王官庄、泺源回民小

区等10个居民小区。拓宽改造了经十路、纬二路、英雄山路、经七路、西青龙街等

主要交通干线。如今，辖区主干道路经纬有序，四通八达，市内交通线路纵横交

织，宽敞平坦。沿街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山东省体育中心、／＼一立交桥、济南大

厦、东方大厦等一幢幢现代建筑点缀其间，造型不一，各具异彩，现代化城市布局

已形成规模，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和综合服务功能逐步提高。

辖区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育英中

学首任校长孔祥柯，曾作为山东赴欧代表在巴黎发表演说，反对日本侵占山东，

济南学生纷纷响应，举行罢课示威游行。育英中学师生反帝爱国热情犹为高涨。

回族爱国人士马云亭在济南成立回教救国后援会，参加救国十人团，团结号召广

大穆斯林抵制日货，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是年6月14日，在普利门外青年会，

1000多名工人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8月3日，济南回教救国会会长马

云亭及朱春涛、朱春祥等三人遭济南镇守使马良杀害，激起了辖区人民的义愤。8

月5日，回族反帝反封建先驱战士郭隆真(女)、刘清扬等在天津北大寺召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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